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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出成效综述

日报消息（通讯员李
乐年）“陆老师讲课我都
听得懂，以前不会的题目
现在学会了，老师还奖励
了好多小礼物，好开心
噢。”三江侗族自治县富
禄乡培进村小学学生杨采
业兴奋地说。

陆老师叫陆燕，是一
名从柳州来的教师志愿
者。11日，她为即将上初
中的学生补习数学课，备
考入学分班测试受到了学
生的欢迎。

培进村小学有 265 名
学生，90%以上为留守儿
童，由于家长疏于管教，
学习氛围不浓。培进村驻
村工作队根据实际情况，
倾听群众意见后，便通过

后援单位柳州市农投集团
公司联系了市教师志愿
者，到山里免费为孩子们
上课。参加学习的孩子完
全免费与自愿，此次为期
一周的数学课结束之后，
还将开设为期两周的语
文、英语课。

据了解，针对教育方
面的薄弱环节，培进村驻
村工作队多管齐下，家、
校、村、后援单位联动，
每年秋季学期开学，组织
奖励优秀学生，后援单位
赠送学习与办公物品，第
一书记每学期到学校给学
生上课 4次以上，组织暑
假期间写字培训班、补习
班 4轮次，有效改变了培
进村小学的学习氛围。

8月 10日清晨，柳南区洛满
镇洛河村千亩蔬菜基地一派繁忙
的景象。1500亩生姜迎来丰收，
一辆拖拉机穿梭在姜地里收获生
姜，村民们排着长队在地头里劳
作，将生姜拔出，去掉叶子和根
须，装满一个个箩筐，抬上小货
车。

“目前生姜市场价每斤 4

元。”种植户韦善福说，他种植
生姜有十几亩，亩产约 4000 公
斤，收获的生姜，他们统一运到
柳江区三都镇清洗打包，销往全
国各地。

洛河村村委副主任周进忠介
绍，洛河村土地平整，土壤肥
沃，村里把闲置的土地通过流转
的方式进行资源整合，推行“农

户+村集体+合作社”的模式，采
用自动灌溉喷淋系统，机械化收
种，夏种生姜、冬种萝卜。通过
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实现村民家
门口就业，助农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全媒体记者 黄蕊
实习生 李明穗

报道摄影

“心怀仁德，济世救人是
医者之本分；清正修身，廉洁
行医是医者之品质。”从医 15
年来，市柳铁中心医院心胸外
科副主任梁璃汇把全部心血献
给了自己所钟爱的医疗事业，
以精湛医术为患者保驾护航，
以清廉之心诠释为医之本。

因病施治显妙手

今年初，刘女士在体检时
发现了纵膈巨大囊肿，囊肿长
在中纵膈，常规手术需要开胸
才能完成。然而 20年前她曾做
过一次开胸手术，横在胸前那
道长长的疤痕，成为她多年来
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再
做开胸手术意味着胸前要再添
伤疤，能否进行微创治疗？”
带着这个想法，刘女士来到了
市柳铁中心医院心胸外科求
医。

综合诊断后，梁璃汇精心
为刘女士施行了充气纵膈镜手
术。这个手术术后疼痛轻、恢
复快、创伤小，住院时间短，
且能避免留下 20厘米疤痕，完

全 契 合 刘 女 士 的 诊 疗 需 求 。
“微创手术效果非常好！”手术
后刘女士如释重负。

“这次手术真正实现了治
疗个性化。”梁璃汇说，医患
关系从来就不该是对立的，医
生要以患者为中心，从患者的
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才
能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仁心仁术惠民众

施以仁术以救人，施以仁
心以救魂。临床技术和人文关
怀同样重要。

“今天感觉好点了吗？要
尽快下来走动一下。”患者术
后第一次下床活动，医生都必
须在旁陪伴指导，这是梁璃汇
对自己和科室团队的要求。他
表示，这不仅能增强患者及家
属的信心，也能促进患者肺功
能的康复，同时预防下肢深静
脉血栓，还能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正常饮食，
加快康复。

作为外科医生，既要有过
硬的动手能力，也要有一副仁

慈的心肠。家住柳南区太阳村
镇的谭大叔右上肺长了一个直
径达 10厘米的巨大肿瘤，但对
疾病的恐惧和治疗费用的担
忧，使得全家人一度想放弃治
疗。梁璃汇了解情况后，耐心
地与谭大叔及家属沟通治疗方
案，鼓励他们勇敢对抗病魔。
考虑到患者家境困难，他还为
患者向医院申请了柳州市红十
字会困难救助金，减免了一部
分费用。“虽然不能完全解决
他们的费用问题，但能帮多少
是多少”。不久后谭大叔康复
出院，家属送出了表示感谢的
锦旗。

廉洁行医守底线

在患者面前，梁璃汇真诚
而谦和，一视同仁、倾心救
治、用心服务、不图回报。他
常说：“医生不仅要看好病，
为患者服务，更要敬畏生命，
敬畏法纪，坚守底线，廉洁行
医。”

当前，医院正大力推进
“清廉医院”建设，梁璃汇谨

记他作为一名医生的从医准
则：从小节做起，从医护人员
做起，从现在做起，防微杜
渐，防患未然。自 2022年加入

“铁医”后，他带领心胸外科
团队广泛开展胸腔镜微创手术
治疗，严格控制药耗比，降低
治疗均费，缓解群众“看病
贵”问题；在专项培训或学习

考证机会面前，科室根据每个
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统筹
安排，不偏颇，不假公济私……

“不正之风不仅会加剧医患关
系紧张，还会给医生这个神圣
的职业抹黑。”他认为，治病
救人是行医之本，为患者治好
病才是真正的无价财富。

（陈静 文/图）

用真爱服务患者 ——市柳铁中心医院“清廉好医师”
系列报道之心胸外科副主任梁璃汇

梁璃汇正在查房。

山雄有脊，房固赖梁。在医疗
机构中，专科的发展也离不开带头
人的发力。在市中医医院，有一个
专科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它就是
涵盖了心脏、普胸、血管三个亚专
科的心胸血管外科。能带领这样一
个学科快速发展的人是谁？

在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
之际，让我们聚焦市中医医院心胸
血管外科主任陈俞宏带领科室在卫
生健康事业中铸就时代新功的历程。

今年 44 岁的陈俞宏是一名年
富力强的科主任，也是有着 21 年
心脏、血管疾病临床、科研、教
学、保健工作经验的资深医师。市
中医医院心胸血管外科原名心胸外
科，最早成立于 2006 年，有着十
余年发展历史。2021年 8月，陈俞
宏带领团队走上了科技发展之路。

陈俞宏是业内公认的“技术
流”，他将自己擅长的心脏和血管
外科手术技术及腔内微创治疗经验
带到科室，以“精品化”的学科理
念协同发展心脏、普胸、血管三个
亚专科。医院也因此将原来心胸外
科更名为心胸血管外科。

心胸血管外科收治的患者很多
都是急危重症，科室的每一台手术
都像是在生命线的刀尖上起舞。陈
俞宏到来后，带领科室开展了结构
性心脏病微创手术，肺癌、食管癌
等肿瘤的微创化手术，主动脉的免
缝合以及束径技术等先进术式。有
了一系列微创技术的支持，科室在
处理重大手术时有了“举重若轻”
的能力，使得众多患者减少了手术
创伤、加快了术后康复。

不仅打稳了技术的地基，陈俞
宏还搭起了科室交流协作的桥梁。
他发挥血管外科专科技术优势，依
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肾内
科的平台优势，在区内率先建立肾
内科与血管外科紧密型协作模式，并成立桂中血透通路
联盟，被区内外赞誉的“柳中医模式”大大提高了血管
通路病变的救治水平。此外，陈俞宏主动对接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医院来院开展论坛交流，让心血管专科的同
事们学到心血管疾病预防、治疗的新进展、新经验。科
室也充分发挥中医医院中医诊疗的优势，使用针灸、扶
阳罐等中医疗法帮助住院患者缩短康复时间。

在陈俞宏主任的带领下，心胸血管外科快速发展，
科室硬实力的提升，在一次次的成功救治中得以体现。

去年 11月，120急救指挥中心将从 9楼不慎坠楼的
赵先生送入市中医医院救治。赵先生入院时生命垂危。
经过数月的治疗，赵先生被医务人员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顺利康复出院。赵先生的家属激动地送上手写
感谢信和锦旗，称赞心胸血管外科手术团队与“死神”
搏斗的勇气和悉心安抚家属的耐心。

去年 12 月，心胸血管外科团队在多学科协助下，
运用微创主动脉瓣膜置入技术 （TAVI） 成功急诊救治
一例外地来柳的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并慢性心力衰竭急性
发作、急性肝肾功能损伤的六旬急危重症患者，让医院
的综合救治水平迈上新台阶。

“队伍年轻、思维活跃、大胆创新、效果满意！”
这是今年 61岁的心胸血管外科原主任、学术带头人潘
毓标对科室发展现状的评价。潘毓标表示，科室在陈俞
宏带领下将不断提升微创手术和诊治结构性心脏病的能
力，将医院心胸血管外科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造
福更多患者。 （宋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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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留守儿童
护航快乐成长

生姜迎丰收 机械抢收快

姜地里一派繁忙姜地里一派繁忙

挑选后的生姜装进箩筐挑选后的生姜装进箩筐

陈俞宏 （左二） 带领科室医务人员给患者查房。
（图片由市中医医院提供）

拖拉机穿梭在姜地犁姜拖拉机穿梭在姜地犁姜

今天的龙城，天空湛蓝清
新，河湖鱼翔浅底，青山翠绿
如画……展现出蓬勃生机。

18年前的今天，习近平同
志考察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时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科学论断，这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今
年 6月 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 8
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
论断，我市取得明显成效。我
市以“绿色+”模式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汇聚起全社会营造
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走出了
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民
生效益和谐统一的绿色转型之
路。今年 6月，生态环境部对
31 个 2022 年度在生态环境领
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典
型经验做法予以通报表扬，我
市是广西唯一上榜城市。

筑牢绿色发展根基

盛夏时节，我市市区天空

如洗，山色葱茏，空气格外清
新。

今年上半年，市区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96.7%，同
比上升3.9个百分点，改善比例
位居全区第一，为近三年最好。

“我们进一步完善污染天
气应急应对工作机制，今年上
半年全市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火
点处置率为 98.56%，秸秆焚烧
导致的污染天气较往年有所下
降。”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
人说，经过努力，他们累计抢
回优良天数22天。

“柳州蓝”成为常态只是
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市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
显示，1—6月，10个国考断面
水质全部达到二类水质标准以
上 ， 其 中 ， 一 类 水 质 断 面 6
个，较去年同期增加 2个，地
表水水质连续三年保持全国第
一。

这几年，全市按照“生
态+旅游”的理念，使好山好
水快速变现，让村民吃上了

“生态饭”。在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水镇小荣村西洞屯，家家户
户的污水通过地下管道送到村
里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村
里建设了新寨门、生态广场等
基础设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游玩，让村民的“钱袋子”
越来越鼓。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一直以来，我市工业以传
统制造业为主，工业产业结构
中，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
产业比重大。

我市拿出自我革新的勇
气，坚定加快转方式、调结
构、增动能，打造现代化执法
监管模式，建成广西首个河道

“ 天 眼 ” —— 柳 江 干 流 河 道
“天眼”监管系统，率先在全
区建立“六合一”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信息系统，实现对企业
生产、排污、治污的全过程管
控。并在广西首个以“生态”
为主题的北部生态新区大力引
进智能电网、高端智能装备制
造等七大新兴产业。

追青逐绿，久久为功。市
生态环境局按照全市依法治市
的要求，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
境领域法治工作机制。历时 4
年，颁布实施 《柳州市柳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在今
年发布广西首部 《土壤环境背
景值》 地方标准，印发 《柳州
市“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理
念。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如今，柳州人可以自
豪地说：“柳州，工业城市中山
水最美，山水城市中工业最强。”

倡导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环江滨水大道上，人们骑
行欣赏柳江沿线美景；在新能
源汽车示范小区，居民拥有了
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人们乘
坐水上公交，三块钱打卡画卷
般的江景；乘坐BRT快速公交
车，一块钱到达目的地……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紧密融入百

姓日常生活中，成为新的潮
流。

“环境好了，我们的生活
才能越来越好。”市民张凤是
居住在柳江边的护河青年志愿
者，看到水质长清，她非常自
豪。近年来，我市扎实开展节
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
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创
建，深入推进国家公交都市示
范城市建设，积极开展“河小
青”“亲清柳江河”等志愿服
务活动，实现了从“要我环
保”到“我要环保”的历史性
转变。

如今，我市充分利用“六
五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 ”“ 世 界 湿 地 日 ” 等 主 题
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宣教活
动，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市
生态环境局持续推动环保设施
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广
西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实践基地
面向公众开放，提供碳汇购买
渠道，汇聚起推动减排降碳和
乡村振兴的全民力量。

（沈冉）

绘就和谐共生的柳州画卷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